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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艾什尔里派是伊斯兰教（学）派中较为特殊的一个派别，该派曾于公元 11 世纪下半叶风靡

阿拉伯东部，成为塞尔柱王朝的官方学派，其所倡导的中道主义思想曾一度成为那一时期的主流思想。

艾什尔里派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是伊斯兰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而艾什尔

里派的中道主义思想最终被包括伊斯兰教四大教法学派在内的大多数教（学）派所接受，更说明了它

存在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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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艾什尔里与艾什尔里派的创立 

 
在伊斯兰教众多教派、学派中，艾什尔里派是较为特殊的一个派别，它以艾布·哈桑·阿里·艾

什尔里（Abu al-hasan Ali al-Ashari，873～935年）命名，该派人士被称为“穆太凯里姆”（辩证学家）。
艾什尔里派曾在公元 11 世纪下半叶风靡阿拉伯东部，成为塞尔柱王朝的官方学派。为传播该学派的
思想，时任塞尔柱王朝首相的尼扎姆·穆勒克

①
还下令在巴格达、内沙布尔等地的学校中传授该派的

学说和主张，遂使艾什尔里派学说在较短时间内得到广泛传播，并成为那一时期的主流思想。 

艾什尔里是阿拔斯王朝中期的教义学家，其父艾布·阿里·吉伯伊（Abu ali al-Jibayi）是穆
尔太齐赖派的著名学者。艾什尔里从小受到来自父亲穆尔太齐赖派教义学的影响，并对凯拉姆学

情有独钟。此外，他还深受沙菲仪教法学派的影响，并在教法学和《古兰经》经注学等方面也造

诣颇深。艾什尔里出生于伊拉克的文化名城巴士拉，后移居巴格达。他自十岁起接受其父关于穆

尔太齐赖派学说的教诲，并逐渐成为该学派的忠实“卫道士”，不仅参与教义学方面的论辩，还著

书立说，竭力维护穆尔太齐赖派的各种学说。令人不解的是，艾什尔里竟在进入不惑之年时，突

然对自己为之耗费了近三十年时光、孜孜以求并不断探索乃至已被学界认可的穆尔太齐赖学说的

合理性产生了怀疑，据他自己披露，是一场梦引发了他对自身行为的反思，并最终导致他彻底修

正自己的运思轨迹，产生了思想上的“革命”。而正是这次不同寻常的思想变化，才使他有可能在

伊斯兰教历史上自成一派——艾什尔里派，并成为其领袖。对自己如何受梦启示的经历，艾什尔

里曾经坦言：“有好几个夜晚，我都在考虑着有关‘信念’的问题，致使夜不能寐，只能起床做祷

                                                        
①尼扎姆·穆勒克(Nizam al-Mulk 1018～1092年)，在任塞尔柱王朝首相期间在巴格达创办了以他名字命名的 
伊斯兰教高等神学院——尼采米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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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我跪拜两次，请求安拉给我指点迷津，引我走上正道。接着，我再次入睡，不一会儿，我便

梦见了真主的使者，于是，我便向他叙述我的苦恼，他说：‘你应按我的逊奈（言行）行事。’我

这才醒悟过来，并以《古兰经》和圣门弟子的言行为武器，对凯拉姆学中所提出的问题予以反击，

公开肯定其正确的，扬弃其错误的。”
 [1]164
此后艾什尔里便由一位地道的穆尔太齐赖派的学者、斗

士，变成了一位相对比较保守的赛莱菲耶派人士，并对艾哈迈德·本·罕百勒
①
所倡导的循古思想

和理论产生了共鸣。但事实上，艾什尔里并没有因此而彻底成为一名真正的赛莱菲耶派人士。对

此，艾什尔里本人曾解释：“我曾经又做过一个梦，再次梦见真主使者，他对我说：‘对我吩咐你

的事如今干得怎么样了？’我便说：‘我已远离了凯拉姆，只遵循安拉的经典和你的逊奈。’使者

又说：‘我并没有让你远离凯拉姆，我只是令你去帮助传我之道的学派，这才是真理！’。”
 [1]164
 

对艾什尔里是否真是因为两次梦见真主使者，并在其“梦启”的感召下修正自己的学术思想

已无法予以考证。但从他本人对前后两出梦境的叙述中，却可找到艾什尔里思想转变的轨迹所在，

即作为穆尔太齐赖派思想的忠实卫道士，他并没有彻底放弃该派惯用的思想方法——崇尚理性的

论证方法，而是继续以凯拉姆学这一平台，通过理性论辩，阐释经典、论证逊奈，从而创立了一

个介于赛莱菲耶和穆尔太齐赖派之间的折中主义学派（中道主义）——不排斥理性，使理性为经

典和为逊奈服务。而这正是艾什尔里派不同于其他派别的根本所在。 

 

二、艾什尔里派形成及传播的社会、文化背景 
 
以艾什尔里的两次梦境来解读艾什尔里的思想变化或许可以使艾什尔里派染上些许神圣色

彩，即艾什尔里是在先知穆罕默德的授意下构建其中道主义思想体系的。俗话说“日有所思，夜

有所梦”，思和梦的关联是无需怀疑的。那么，艾什尔里的“思”又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说，促成

其“思”的背景又是什么呢？ 

艾什尔里四十岁时正值伊历 4世纪初（公元 10世纪初），此时，就阿拉伯—伊斯兰思想之主
要载体——伊斯兰各教派、学派而言，它正经历过了公元 9 世纪时由教派、学派纷争引发的大劫
难的洗礼。众所周知，阿拉伯—伊斯兰思想的萌芽和发展始终没有摆脱过来自宗教的影响，或者

说，阿拉伯—伊斯兰思想就是围绕宗教这一主轴展开的，是各教派、学派争辩的产物，或者可以

说，各教派、学派的争辩本身就是伊斯兰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伊斯兰教自第一个教派问世

起，各教派、学派之间的纷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各教派、学派之间在教理、学理等方面的

分歧之大也足以让人咋舌。公元 9 世纪，教派、学派矛盾、纷争达到顶峰，且呈相互胶着状态，
如教法学家与苏菲派、苏菲派与罕百里派、罕百里派与穆尔太齐赖派、穆尔太齐赖派与什叶派、

什叶派与逊尼派、逊尼派与哈瓦利吉派、哈瓦利吉派与延缓派的矛盾等等，矛盾之错综复杂甚至

连哈里发当局也难以做到独善其身。正是因为当局的介入——或支持一派，或宣布某一派为官方

学派等，才酿成这一时期的教派、学派劫难。据史料记载，仅阿拔斯王朝第七任哈里发马蒙执政

至第九任哈里发瓦西格执政的 34 年（公元 813 年～847 年），因教派、学派矛盾导致的社会动乱
和学者被杀事件就有多起。虽然就众教（学）派而言，公元 9 世纪是惨案四起的年代，但令人始
料未及的是，正是这些由教（学）派纷争引发的惨剧却促成了各教（学）派有识之士的深刻反思，

而这一反思客观上已构成了阿拉伯—伊斯兰思想发展史上的第一个拐点——由矛盾、冲突、争执

向中庸、温和、折中的转变。与此同时，这一有识之士的自觉反思也是阿拉伯—伊斯兰思想走向

成熟的起点，而艾什尔里派的问世正体现出这一真实的现实。 

除了以上所述教派之争外，外来文化影响也是促成阿拉伯—伊斯兰思想发展并走向成熟的重要

                                                        
①伊斯兰教逊尼派四大教法学派之一——罕百里教法学派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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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之一。公元 9、10 世纪，阿拔斯王朝正处在鼎盛时期，众所周知，阿拔斯王朝是一个极其开放
的朝代，正因为它对外族文化的宽容才造就了王朝宽松的学术文化氛围，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一

切表现形态、思想内涵都在其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尤为突出的是阿拉伯思想文化。此时，

举世闻名的阿拉伯翻译运动已进入最后阶段，外来学术文化思想，尤其是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

波斯的哲学思想、宗教观念已经开始对穆斯林文化人士产生巨大影响，以肯迪、法拉比为代表的阿

拉伯逍遥派哲学家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也已羽翼丰满
 [2]96，102

，哲学思想日渐成熟，诸如宇宙之

形成、人神关系、认识论以及安拉的行为和本体等哲学、类哲学命题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论题。

自倭马亚王朝起就已热闹非凡的教派之争，虽然其争辩的焦点均以信仰、“认主独一”等宗教命题

为主，然而，在外来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宗教命题哲学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占统领地位的伊斯

兰意识形态，它不可能屈从于外来思想文化，从而改变、修正自己的意识追求。但面对哲学所推崇

的理性思考、逻辑推理以及演绎法，唯信仰是从的宗教唯心主义方法论已经显露出它的缺损甚至无

能。崇尚理性的穆尔太齐赖派与循古至上的赛莱菲耶思潮之间的争辩，乃至交替成为阿拔斯当局的

官方学派，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伊斯兰教氛围中，理性和信仰、哲学和宗教孰是孰非的无奈。正是在

此文化背景下，艾什尔里派才终于走出思维的困境，试图在信仰与理性孰是孰非的尴尬中开辟一条

中间道路，并正式提出他所倡导的介于穆尔太齐赖派和赛莱菲耶之间的中道主义思想。 

综上所述，以中道主义为特征的艾什尔里派的问世，在一定程度上讲是伊斯兰思想发展过程

中的一个必然现象。追求折衷和温和一度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一种时尚，不仅是艾什尔里派，实际

上在北非地区也出现了倡导折衷的塔哈维耶思潮
①
，而在伊朗地区则出现了马图里迪耶思潮

②
。而

且，促成艾什尔里派迅速传播的原因则主要有三点： 

（1）起源于巴格达的优势。作为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巴格达文人云集，文化繁荣，且思想
比较开放，新生事物较易被人接受。任何新思想一旦在巴格达受到关注，极易成为统领思潮而得

到迅速传播； 

 (2)重量级文人对该学派的认可。与其他学派相比，艾什尔里派所倡导的教义学理论、治学
方法在学者群内得到的普遍认可，尤其是得到了伊斯兰教义学泰斗安萨里的高度赏识，这为该派

大范围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3）受当局的极力推崇和支持。公元 11世纪初，艾什尔里派得到塞尔柱王朝首相尼扎姆·穆

勒克的支持，并成为该王朝的官方学派。1015年尼扎姆在巴格达创办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伊斯兰
高等神学院——尼采米亚大学，并指令在该大学里教授艾什尔里教义学。自此，艾什尔里派的学

说，不仅在清真寺或其他宗教场所、集会上得到传播，而且还在官方的学校、学术机构内得到教

授和深入研究，从而为该派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三、艾什尔里的中道主义思想 

 
1.艾什尔里倡导中道主义的目的 
在对艾什尔里倡导中道主义的目的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对艾什尔里时期在伊斯兰教思想界

                                                        
①塔哈维耶思潮(al-Tahawiyyah)的代表人物是埃及著名教义学家艾布·贾法尔·塔哈维(Abu jafr al-Tahawi)， 
并形成塔哈维耶派，与艾什尔里派、马图里迪派并称为逊尼派三大教义学派。该派在教义思想体系上与艾什尔里 

派基本相似，仅在埃及地区传播。参见《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542页。 
②马图里迪耶思潮(al-Maturidiyyah)的代表人物是中亚地区的著名教义学家艾布·曼苏尔·马图里迪(Abu 
mansur al-Maturidi),其影响主要在中亚地区。该派主张用思辨方法来解释、论证伊斯兰教信仰，既反对穆尔 
太齐赖派的唯理主义，亦反对伊本·罕百勒绝对排斥理性的倾向，其教义学观点相对比较温和。参见《中国伊斯 

兰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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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着的两股主要思潮予以解析：一是赛莱菲耶思潮。该思潮也被称作“经典派”或“圣训派”，

该派奉艾哈迈德·本·罕百勒为师祖，全面否定凯拉姆学，认为凯拉姆学是偏离伊斯兰教正道的

异端学说，对伊斯兰教理解的唯一依据就是“经典”
[3]
。鉴于赛莱菲耶思潮的相对保守性，以及

它对注重理性思考的穆尔太齐赖派的全面反对，和对“经典”的极端崇拜和依赖，如可借用现代

通行词语予以界定的话，它则代表了那一时期的“左倾”思想；二是伊斯兰哲学思潮。艾什尔里

时期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肯迪和法拉比。前者被认为是阿拉伯—伊斯兰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逍

遥派哲学家，是伊斯兰哲学的第一座里程碑，其哲学思想明显受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及新柏拉

图主义和毕达哥拉斯哲学思想的影响。法拉比被认为是“哲学亚师”（哲学第一师为亚里士多德）、

伊斯兰教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其哲学思想亦主要受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哲学家的影响。

中世纪时期的阿拉伯哲学，如细分，则可将研究目的作为界定的标准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为以哲

学研究为目的的纯哲学，即完全沿袭古希腊的哲学命题，并对其展开扩展性研究，提出自己的看

法、观点，这种研究与伊斯兰教没有直接关系，它可被认为是独立于宗教的学科；其二为借助哲

学研究方法，展开与伊斯兰教信仰、教义相关的命题研究，即以维护伊斯兰教传统信仰、教义为

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接受来自外部的哲学论证方法，以伊斯兰教的立场、观点展开对哲学命题的

讨论，构建属于伊斯兰教的哲学体系。相对赛莱菲耶思潮，这一可被称之为伊斯兰教哲学的学术

思想更趋开放和前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代表了那一时期的“右倾”思想。崇尚理性的穆尔

太齐赖派属于这一范畴。 

面对这样两股思潮，艾什尔里大胆提出介于两者之间的折衷主义思想，旨在表明不能因为一

味强调“经典依赖”而使伊斯兰教陷于僵化，更不能在外来哲学思想、异教教义的影响下，使伊

斯兰教背离正道而逐渐哲学化、异教化，尤其是防止本属于“承继”属性的信仰服从“理性思维”，

进而对“信仰”产生怀疑。 

2.艾什尔里中道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艾什尔里的中道主义，就是介于穆尔太齐赖派过分强调“理性”

和赛莱菲耶派过分强调“经典”之间的一种折衷和调和。他以批判的姿态接受穆尔太齐赖派部分

合理的思想和方法，同时也不全盘否认赛莱菲耶派的形式主义和教条化。艾什尔里中道主义的思

想基础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即沙斐仪
①
的教法学、正统教义学思想以及赛莱菲耶思潮的鼻祖伊本·罕

百勒的经典主义思想。 

艾什尔里曾经是穆尔太齐赖派的斗士，对该派崇尚的理性主义原则的运用十分娴熟，在他的

中道主义思想体系中，理性主义的成分依然显见。与此同时，沙斐仪派的法源论原则、正统派教

义学中的辩证主义以及伊本·罕百勒的经典主义原则也被有机地融入他的中道主义思想体系之中。

艾什尔里的中道主义思想与其他派别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古兰经》。以穆
尔太齐赖派为代表的唯理派（下称唯理派）认为，《古兰经》是真主的言语，是被创造的，因此它

是有始的；以赛莱菲耶为代表的经典派（下称经典派）则认为，《古兰经》是非创造之物，是无始

的；艾什尔里派则认为，《古兰经》确实是真主的言语，是无始的，而用以记载《古兰经》的文字、

墨水、纸张则是被造之物，是有始的。因此，笼统地说《古兰经》是被造的，或是非被造的都有

悖于事实；（2）关于真主可见与否。唯理派认为，人眼不能视见真主。经典派认为，人在清算之
日可以看见真主。艾什尔里派则认为，人在清算之日是可以看见真主的，但是，至于是如何看见

的，则是不可知的；（3）关于信仰。唯理派认为，信仰是有始的.经典派认为，信仰是无始的。艾
什尔里派则认为，信仰分两种，一曰“真主的信仰”，它是无始的、永恒的；一曰“人类的信仰”，

                                                        
①沙斐仪(al-Shafii，767～820)伊斯兰教法学家，沙斐仪学派的创始人。沙斐仪学派是伊斯兰教逊尼派四 
大教法学派之一，又名“折衷派”。参见《伊斯兰教简明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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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有始的，是被造的。两者不可混为一谈；（4）关于神启和理性的关系。唯理派认为，理性比
神启更为重要，神启是对理性所能接受之物的强调。经典派认为，神启高于一切，神启是真理的

唯一来源，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基础。艾什尔里派则认为，神启是真理的源泉，而理性则是对神启

的强调，相信神启是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之一，理性的功能在于使其基本原则更趋理性化；（5）
关于人的意志和行为。唯理派认为，人具有行为能力，也具有属于自身的意志。经典派（包括前

定论者）认为，人的意志和行为都是由真主所创造，由真主决定的。人生来就不具备自身的行为

能力，后天也不能获得这种能力。艾什尔里派则认为，行为的创造和行为的获取不是一回事，行

为的创造主体是真主，人只是行为能力的获得者而已。事、物的发生和产生归结于人所获得的能

力。人所获得的这种能力也包括区分正确与谬误的能力，因此，当人在获取能力并采取行为时，

他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 

以上所列清楚地表明了艾什尔里派之于唯理派和经典派之间的折衷倾向。站在这一折衷的立

场上，艾什尔里派不仅与唯理派、经典派观点相左，而且对世俗哲学也持温柔的拒绝态度。 

 
四、艾什尔里派的政治思想 

 
尽管艾什尔里派仅仅是一个教义学派，政治问题并不是其所热衷于研究的主题。但伊斯兰教

在进入现代之前与政治从来就没有分离过，且自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第一个伊

斯兰政权起，整个中世纪在伊斯兰地区建立的任何一个政权，几乎都是政教合一模式的，因此，

教义学派在论述教义的同时，论及政治亦在情理之中，艾什尔里派也不例外。公元 11 世纪后，艾

什尔里派得到塞尔柱当局的支持，使该派更富政治色彩。 

与伊斯兰教其他派别一样，艾什尔里派的政治思想也主要体现在伊玛目理论上。艾什尔里派认

为伊玛目问题属于教法学范畴，艾什尔里派教义学家巴格达迪
①
总结为以下几点：在任何情况下伊

玛目的存在都是必须的。针对什叶派隐遁伊玛目一说，艾什尔里派更加强调在世伊玛目的必要性，

认为在世伊玛目是不可或缺的。与此同时还认为，对于穆斯林而言，一个时期只允许存在一个伊玛

目。然而，两个区域如相隔甚远，并确已造成管理不便，则可同时存在两个伊玛目；
[4]112－113

伊玛目

是执掌国家事务的统领，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条件：必须拥有足以创制的智慧及与之相应的丰富知

识，必须公正处事，必须施政无误且善于谋划，必须是古莱氏之后裔。伊玛目应由选举产生而非

指定。巴格达迪的“双伊玛目”主张虽然与该派的主流思想有分歧，但从中更可看到，作为艾什

尔里派的知名学者是如何娴熟运用该派的中道主义理论和方法的。提出“双伊玛目”主张的实质

就是出于对现实的默认——即阿拔斯王朝时期在巴格达哈里发政权存在的同时，还存在着安达卢

西亚后倭马亚哈里发政权。 

艾什尔里派的另一位斗士巴基拉尼（al-Baqilani ?～1013年）就伊玛目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观
点，他更加强调伊玛目的从政能力，如将精通法律、娴熟军事也列为伊玛目的必要条件。同时还

在维护民族利益、保护伊斯兰教、惩处暴政、为民除害、保护边境完整等方面对伊玛目提出要求。

与此同时，巴基拉尼还对罢免伊玛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一旦伊玛目在信仰问题上出现

偏差，或因失去理智而致使穆斯林民族利益蒙受损害，或因长期患病不能施政，或不幸落入敌人

之手成为俘虏，都应接受罢免。而面对伊玛目犯有诸如生活腐化、贪污或渎职等错误，巴基拉尼

则不认为构成足以罢免其伊玛目职位的理由。他的这一观念对以后出现的赛莱菲耶派人士也曾产

生过影响，如赛莱菲耶人士认为“腐败乃至暴虐的政权可以予以批评，也可以表示反对，但它毕

                                                        
①巴格达迪(Abd al-qahir al-Baghdadi ?～1037年)，艾什尔里派教义学家、教法学家，其《宗教原理》一书被认为 
是中世纪伊斯兰教代表性的政治文献之一。《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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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是合法的，应该服从而不应该采取暴力手段推翻它”
[3]
。 

从以上所述艾什尔里派的政治思想中可以看出，尽管它也强调伊玛目的必须性，但是面对现

实，它所采取的态度则是温和的；尽管它对伊玛目从政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是在对伊玛目

犯有不属于信仰、政治性错误时，却又持相对的“怀柔”态度，而这种“温和”和“怀柔”也印

证了该派折衷主义的思想基调。 
 

五、结语 
 
艾什尔里为艾什尔里派的折衷主义划定了方圆准则。然而就该派的发展而言，并没有因为艾

什尔里的谢世而停止。在艾什尔里之后，至少有四位艾什尔里派人士可被誉为该派在发展过程中

涌现出的新旗手，他们是上文提到的巴基拉尼、巴格达迪以及朱韦尼（al-Juwaini 1028～1085年）
和安萨里（al-Ghazzali，1058～1111年）。 
艾什尔里派的观点被逊尼派人士称为“中间主义”，即它不效仿穆尔太齐赖派过度粉饰“理性”

乃至视“理性”为最高权威，可对所有事务作出裁决。同时，它也不像经典派那般一味排斥“类

比”。艾什尔里派认为维护伊斯兰教并不意味着否定“理性”，相反，宗教可以在正确的理性支持

下得到更广泛的社会认可。因此，宗教和理性不应成为一对矛盾，即以理性来阐释（而非评判）

经典，使理性服务于宗教。
[5] 232
艾什尔里派的这一观点在各教派经历了公元 9世纪的“动乱”后，

仍得到了各教派的一致认同，尤其得到了四大教法学派的认同，这也充分说明了艾什尔里派所倡

导的中道主义思想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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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utral Idea of Al-Ash‘ariyyahand 
 

CAI  Weiliang 
 

Abstract   Al-Ash‘ariyyah is a distinctive school of thought. It was once popular at AD 11 later in the 
East Arab world and was official trend of thought of Sa‘d al-zhu Dynasty. Its neutral idea is popular in 
that period. There are special social and historical factors resulting in the founding of Al-Ash‘ariyyah, 
and it wa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mic ideology. Neutral idea of Al-Ash‘ariyyah is accepted by 
most Islamic including four Furū‘ indicating that its neutral idea is v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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